
29│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06  NO.35  │

左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白適銘副教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發展處鄧育仁處長、台文館李瑞騰館長、成大博物館褚晴

暉館長、文學館張忠進副館長與王素惠秘書為本展開幕。

緣起

國立台灣文學館於2012年3月底開始展出「百

年人文傳承大展」，本展原屬於中華民國「精彩

100」活動之延續，為呈現人文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展

望，展覽主軸以「中華民國」紀元座標而立，並呈

現8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與發展，包括：中文、外

文、語言、歷史、哲學、藝術、人類、宗教。主辦

單位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台灣文學館，

中國醫藥大學合辦。本展自2011年已先後在北（國

立歷史博物館）、中（中國醫藥大學藝術中心）兩

地展出。

為忠實呈現台灣百年人文傳承特色，在時間上

以雙源頭作為開端（日本統治及中華民國），空間

則以台灣和中國作為對照，呈現出同一時代脈絡底

下，不同地區的發展景況。透過文物的呈現，文字

的陳述，多媒體的鋪陳，彰顯台灣人文學術的歷史

結構及其特殊性。

開幕

本展展期自2012年3月30日（五）起至5月6日

（日）止，於本館展覽室C展出，開展同日下午2點

舉辦開幕典禮，本館李瑞騰館長與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鄧育仁處長、何醇麗研究

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白適銘副教授、成大

博物館褚晴暉館長等貴賓共同執行開幕儀式。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策展紀實
文／黃佳慧　展示教育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展出「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為使百年人文傳承內容能結合科技發展，使其活

潑化，本次策展以多媒體作為輔助，內容主軸除展示8個現代人文學科相關文物及本館典藏之手
稿、出版物、圖像，展件總數超過150件外，本展更分別設計有「人文薈萃之心」、「觸動人文絲
路」、「百年人文導覽」三部分裝置與觀眾進行互動。

策展過程

本展出籌備階段，為臻嚴謹、完善，從概念發

想階段，承蒙人文及社會發展處鄧育仁處長、何醇

麗研究員給予行政上指導，遠在香港的計畫主持人

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鄭毓

瑜教授，與聯絡人游維真博士給予策展內容與借展

諸多事宜的協助；策展階段時，本場展出計畫負責

人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白適銘副教授來館進行多次

會議討論與指導，其助理邱國峰與吳佳靜在藝術學

門文物借展上亦提供不少協助。佈展階段承蒙上述

前輩的指導、合作，復以本館長官及研究典藏組與

展示教育組的跨組合作，乃促成本館這次承辦「百



30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06  NO.35  │

展覽與活動

年人文傳承大展」。

有關本展展出內容與文物之詮釋，筆者已在

《台灣文學館通訊》34期〈「百年人文傳承大展」

在台南〉及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3卷

3期〈「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兩

篇文章中，與本館許惠玟研究員就行政策展人與學

術策展人角度於專文中進行介紹，故不在此贅述。

本展展出初期，國科會與其團隊規劃北中南

各舉辦一場，自有其考量因素。由於南北空間的差

異，資源分配不均，為弭平城鄉差距，將文化資源

帶到地方，故有相當多珍貴文物於此次南下府城展

出。為迎接這批國寶級文物，本館在洽談階段以恆

溫恆濕及比照典藏規格之設備來對應。在參觀並瞭

解本館國家級設備及展覽措施之後，取得各學門信

任，其中藝術學門展件珍貴且數量眾多，在此前提

下，放心且理解本館也能進行高規格的展出策劃與

文物保護。

展示手法

為呈現展覽訴求的意念，運用設計思維與方法

將對於民眾有距離感的學術主題，加入生活美學風

格轉換，如以密迪板（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或稱「密底板」、「纖維板」）的運用，除了本身

具除濕功效，並以展版底板的一致性帶出展場的調

性，將「美學經驗一致性」注入展場規劃與視覺應

用，帶入當代流行的多媒體互動經驗設計，展現出

新形態的視覺經驗，更拓寬了展覽的藝術向度與形

式的創新。動線上為單一出入口，讓觀眾從同一門

口進出，作整體連貫性的觀賞，使展覽主題能夠一

氣呵成。 

主視覺設計，構成畫面形象設定以「傳承」意

義貫穿，並以「看見台灣人文的歷史軌跡」為形象

衍伸，以綿延連續「傳承」的線條筆觸勾勒出「人

白適銘副教授為台南展出計畫主持人，開幕典禮後為來賓導覽展覽

內容。

「人文薈萃之心」位展場入口處，為金字塔造型，運用視覺影像設

計，使實體與虛擬間結合裸視3D影像，播放3D效果的虛擬影像投
影，瀏覽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全新視覺體驗。

文軌跡」，強化人文科學的「傳承」意旨。色彩的

部分以漸層的藍綠色為背景色，藍色代表具有沈澱

與累積蘊涵人文知識，並向上傳承賦予幼苗涵養。

展場設計，為彰顯百年人文傳承的風華，以忠

實呈現文物特色為旨，並配合展版文字說明各區特

色。色彩以沈穩的大地色展櫃，展版為搭配各展區

的代表色系作平面設計，如總論之鐵灰色為「沉澱

分析」、哲學之藍色為「理性冷靜」、藝術之嫩紅

色為「天分獨特」之寓意。以上均為呈現各學門各

具特色，精緻而穩健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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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陳述與百年人文兼容承載而生的科

技發展，嘗試以活潑生動的「互動裝置」，將對一

般觀眾而言較為生澀的學術文物以影像裝置逐一呈

現，為此，我們分別以「人文薈萃之心」、「觸

動人文絲路」、「百年人文導覽」三部分裝置與觀

眾進行互動。文物的部分，總論展出許多難得一見

的珍貴文物，如展出於總論區吳稚暉的石鼓文書法

作品，及藝術區中村不折以行書書寫的〈乃木將軍

詩〉，以及未見於北、中場的本館文學文物，如總

論區〈梁啟超致林獻堂函〉、宋龍飛的〈台灣的原

始藝術〉手稿等。

展品規劃

此外，展示規劃有三大考量，除了嚴謹的策展

規劃與布展過程，對於珍貴展品本身的保護與規劃

也是著力的重點。為此，文物入館與歸還均規劃牆

對牆保險，展出時將所有文物置入展櫃或展牆，24

小時空調，以控制恆溫恆濕狀態，也可避免人為因

素的破壞、保護展出文物。

以保護文物為起點，本館在整理文物過程中，

除瞭解文物背景外並力求最佳展示方式，在策展過

程即需針對其特性一一瞭解檢視，比如各項原本折

起、捲起的文物，譬如文件、報紙，如復以文物狀

況脆弱，更令人無法一窺其原貌，也不容易與觀眾

親近。為解決這樣的情況，筆者經徵詢本館典藏人

員後，請其依需要特製道具。譬如〈申報〉本身已

脆弱不堪，故不能攤平展出，故順其折痕、質地，

設計一個拱起式的無酸展示架，以便能夠完整展出

並保護文物。又如本展諸多中國書畫，除了有特製

展櫃之外，為完整展出畫心部分並保護畫作，本館

團隊製作了畫軸尾端之無酸托架，以完美呈現書畫

風采。此外，為了妥善保護狀況不佳文物以及照顧

其他文物穩定狀況，部分已發霉的外借文物經與國

科會討論後，決定不予展出，但仍以複製品及說明

牌替代，除了展現對展覽的負責與謹慎，也能讓觀

眾一窺其風貌。

小結

楊儒賓教授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3卷

1期〈東亞視座下的臺灣人文科學〉一文中提到，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是國科會人文處有史以來第

一次大展，本館能躬逢其盛成為巡迴地點，並以其

核心特色加入「台灣文學」元素，是有其歷史意義

的。在策展的規劃過程中，深切體會人文發展的路

徑，各學科看似不同，其實相互交織、影響，有些

甚至源頭、發展接近。在當前學科整合的意識與機

制下，許多機會促成匯流，包括如同本案得促成國

家部會與博物館的展出合作計畫，即可共同呈現人

文學科之豐厚度，與百家爭鳴之貌。如同西方早期

博物館的蒐藏、研究工作，成為日後大學各學科的

發展源頭一樣，人文知識重新聚合在博物館的殿堂

中，一同發生，且發聲。

本展主視覺構成意象以綿延連續「傳承」的線條筆觸勾勒出「人文軌

跡」，強化人文科學的「傳承」意旨。


